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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保供稳价，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齐发力，扩产增储，通过保

“量”来稳“价”。

能源供给不稳定对民生和社会经

济会造成怎样的伤害，欧洲目前的处

境已经给了世界警示。

俄乌冲突下，欧洲多国面临天然

气短缺，这不仅造成其当下电力供给

的短缺，也让欧洲这个冬季的取暖成

为大问题。紧跟着短缺而来的是天然

气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带动物价上

涨，引发高通胀，伤害实体经济。数

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41.9%，是推升当月通胀的主因，经

济增长面临困境，欧元表现低迷。而

今年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幅接近

12%。7月14日，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欧元对美元汇率盘中一度跌破1比1，

创20年来的最低水平。欧元对美元的

贬值正在加剧欧元区的经济困境。欧

洲多国因能源供给不稳定造成的不良

影响还在持续发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能源价格大

幅上涨将直接增加我国能源进口成

本，而能源成本上升会推高生产制造

业成本，增大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压

力。

要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

障能源供给和价格稳定至关重要。 在

此过程中，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齐发

力，扩产增储，通过保“量”来稳

“价”。

保电：能源保供的重中之重
7月，我国复工复产的加快和持续

性高温天气的出现，使得电力负荷增

长较快。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营区4个

区域电网、17个省级电网负荷90余次

创新高。当前电力供需整体紧平衡，

局部有缺口，保供压力仍然存在。而

据气象部门预测，本轮高温晴热天气

将持续至8月，是1951年以来持续时间

最长的高温过程。

电力供给事关国计民生。保障电

力稳定可靠供应成为能源保供的重中

之重。

对于电力保供，目前电力行业形

成的普遍共识是：煤电保电力安全、

常规电源保供应、新能源调结构。

从发电侧看，自去年7月到今年6

月底迎峰度夏之前，各类电源投产总

和达1.8亿千瓦。今年上半年，全国新

投产的各类电源合计7000万千瓦。这

些都有效增加了我国电力保供能力。

煤电依旧是我国电力供给的主要

电源。按照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煤电

以接近46%的装机提供了近60%的电

量。目前全国的电煤库存充足，截至7

月12日，我国电煤库存量达到1亿吨，

高于去年同期的3527万吨，可用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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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4天，高于去年同期的8.4天，达到

历史同期最好水平。煤电出力受阻和

非计划停运的发电容量降到历史最低

水平。

从用电侧看，政府也在指导各地

做好电力需求侧响应。电力需求侧响

应是全球通用的电力负荷管理手段，

利用市场化方式引导电力用户主动错

峰、避峰。浙江、广东等地区相关部

门已经发布了有序用电政策以应对电

力供需问题。

从电网侧看，截至2021年年底，

全国范围已有33条交直流特高压线路

投运，“西电东送”规模超过2.9亿千

瓦。面对高温大负荷情况，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发挥大电网和集团化优势，

加大跨区跨省支援力度，组织东北、

西北、西南分部加强电力外送，有效

缓解电力供需矛盾。严肃调度纪律，

强化燃料监测，及时转付可再生能源

补贴资金，有效促进各类机组稳发满

发。

迎峰度夏保供电是当前电网公司

的首要任务，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坚持

“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节

约用电助力”，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电

力供给。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能源经

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看来，近

一年来，传统能源如油气煤等价格一

直在高位运行，也给了新能源很大的

发展空间，新能源发电在成本方面的

竞争力越发明显。福建省发改委发布

的2022年首批海上风电竞争配置结果

公示显示，中标的上网电价已低至0.2

元/千瓦时左右，就是强有力的例证。

数据也显示出新能源发电势头之

猛。《2022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

上半年我国能源供给情况

进口

2.5亿吨

744亿立方米

原油

天然气

同比

下降3.1%

下降10.0%

自产

10288万吨

1096亿立方米

21.9亿吨（规

模以上工业原

煤）

同比

增长4.0%

增长4.9%

煤炭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5475万千瓦

水电 风电 光伏发电 生物质发电

1.15亿吨 增长1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

941万千瓦 1294万千瓦 152万千瓦3088万千瓦

下降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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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分析预测报告》预计，我国今年将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2.3亿千瓦左右，其

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投产1.8亿千瓦

左右，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将

首次达到总发电装机规模的一半。

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国

电力需求仍将稳步增长，预计到2025

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9.5万亿千瓦时

左右，年平均增速超过5%，保供电任

务仍然非常艰巨。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电力产业将继续全方位守住安全

底线，提升能源资源保障供给能力。

    

稳价：关键在电煤增供和中长

期合同
对于去年9到10月全国部分地区

出现的供电紧张现象，中央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能源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孙李平解释道，煤电是标杆电

价，而煤炭是市场价格，社会对电的

需求没有反映到电价上，煤电价格倒

挂导致火电多发多亏，缺乏继续发电

的动力。他认为，在当前稳经济大局

下，国家层面出台各项调控政策协调

各方利益保障煤炭供需平衡；长远来

看，还是要进行能源市场化改革，理

顺煤电价格关系，通过更加市场化的

方式来保障和调节煤炭供给。

今年以来煤电企业采购的电煤综

合价持续高于基准价上限，大型发电

集团到场标煤单价同比上涨34.5%。据

中电联测算，上半年全国煤电企业因

电煤价格上涨导致电煤采购成本同比

额外增加2000亿元左右。

稳住能源价格，关键在煤。

如何解决“煤价高、煤电亏”问

题，有力保障电力供给？

对此，中电联统计与数据中心主

任王益烜建议从控制煤价、疏导电

价、政策支持三方面统筹协调电力保

供和煤电企业减亏问题，“煤电扭亏

的关键之一是通过持续增加煤炭供应

总量，将煤价控制在国家规定的合理

范围内”。

在煤炭增产方面，4月20日，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重申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作用，

提出要优化煤炭生产、项目建设等核

准政策，落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充

分释放先进产能。会议提出，2022年

将新增煤炭产能3亿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6

月，我国生产原煤21.9亿吨，同比增

长11.0%。煤炭产能正在稳步提升。

在畅通储销机制方面，监管部门

多次会议要求落实好煤炭中长期合

同。煤炭中长期合同即通常说的“中

长协”，煤炭企业与火电厂一般一年

一签，协定好价格范围，每月的具体

合同价格依据热值、运距、运输方

式、其他杂费等因素执行。

7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视频

会议，提出今年电煤中长期合同必须

实现三个100%的要求，即发电供热企

业全年用煤量签约100%、电煤中长期

合同月度履约率100%、执行国家电煤

中长期合同价格政策100%。

7月26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

倡议书，倡议各会员单位严格执行中

长期合同制度和保供稳价政策，促进

煤炭市场平稳运行；严格落实国家发

展改革委574号文件要求，以电煤保供

为重点，严格执行电煤中长期合同制

度，大力推进中长期合同补签换签工

作，努力提高中长期合同兑现率，保

持煤价在国家规定的合理区间，稳定

市场预期，促进煤炭市场长周期平稳

运行。

政策方面也在给予煤电企业资金

支持，例如：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专项再贷款额度增加至3000亿元，在

前期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

补贴5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再拨付500亿元

补贴资金、注资100亿元，支持煤电

企业纾困和增加发电量。

油气扩产增储，端稳能源安全

饭碗
油气行业首先要以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为目标，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

推进国内原油增储稳产、天然气增储

上产，确保油气底线需求，提高能源

自给水平和供给保障能力，端稳能源

安全饭碗。 

油气的核心需求还是要靠自产来

满足。

上半年，国际能源局势复杂，油

气价格大幅攀升，我国油气进口量下

降，进口金额大幅攀升。海关总署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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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是加大油气探勘开发力度，

提高自身产量。统计数据显示，上

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

10288万吨，同比增长4.0%；天然气

产量109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9%。

原油2.5亿吨，同比下降3.1%；原油进

口金额为1175.6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7942亿元），同比增加54%；进口天

然气5357万吨，同比下降10.0%。

在国外资源“不给力”的情况

下，我们就得以国内油气增产保供的确

7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召开2022

年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推

进会，要求大力推动油气相关规划落

地实施，以更大力度增加上游投资，

助力保障经济运行和民生需求；大力

推动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取得新的突破

性进展，提高海洋油气资源探明程

度；大力推动页岩油、页岩气成为战

略接续领域，坚定非常规油气发展方

向，加快非常规资源开发；大力推动

已探明油气资源高效利用，提高储量

动用程度和采收率。

二是加强储备。在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之后不久，国际原油价格

受需求萎缩影响大幅下跌，其中2020

年3月至11月，布伦特原油价格绝大部

分时间在40美元/桶以下，这是我国增

大石油储备的“窗口期”。中国很快

控制住疫情并恢复生产，低位时多储

备原油能有效平滑油价大幅上涨对经

济的冲击。关于做好今年迎峰度夏保

供工作，各油气公司已经提出要增大

油气储备。不少业内人士也呼吁，要

稳步推进原油国家储备基地和成品油

储备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石油战略储

备和商业储备。

稳价保供不单单是这个炎热夏季

的事情，到11月进入冬季取暖期以

后，电力、煤炭、天然气的需求还会

进一步增加。极端的气候环境迭加变

幻的国际形势，能源保供稳价的任务

依然艰巨，能源行业将继续全力以

赴，以实际行动扛起稳住经济大盘的

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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